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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挂失注
销
公
告

宝鸡市金台区慧佳智能园申请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61030369841153XN，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此
公告见报日起四十五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逾期不办，
责任自负。

联系电话：13309179318

     宝鸡市金台区慧佳智能园  2024 年 9 月 18 日

* 麟游县招贤镇高庄村扶贫互助资金协会丢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号码为：

51610329MJU3951144。

* 李琳丢失残疾人证，号码为：

61030319691228081572。

* 艾寅浩丢失残疾人证，号码为：

61030319980513121X73。

* 陈佳乐丢失军人保障卡，号码为：

816103221101263017。

* 蒲益路改建工程项目办公室丢失开户

许可证，号码为：J7933000198501。

* 余 建 荣 丢 失 残 疾 人 证，号 码 为：

61032119860704273243B1。

探索医保服务自助模式——

宝鸡在全省率先上线医保综合柜员机
能快捷查询10余项便民医保业务，可打

印参保凭证和权益单……近日，市医保经办

中心在全省率先上线运行两台医保综合柜员

机，大大提高了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

9月 14日，在市医保经办中心服务大厅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市民柴先生在医保综合

柜员机上查询了个人医保账户相关信息。“以

前查询医保业务，要到医保窗口排队等候，现

在有了这台机器，只要刷一下身份证或社保

卡就能查询很多业务，非常方便。”柴先生说。

市医保经办中心医疗服务科科长白杨介绍，

医保综合柜员机与全国医保信息平台互联互

通，参保群众使用身份证、电子医保凭证或社

会保障卡，通过医保综合柜员机可查询医保

目录、病种信息、定点信息、账户信息、缴费信

息、参保信息、待遇报销信息等10余项医保

政策和个人医保权益，还提供参保凭证和权

益单打印业务。医保综合柜员机上线运行以

来，有效分流了医保服务窗口工作量，提升了

群众办事的自由度、便利度和满意度。

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力洁说：“医

保综合柜员机的上线，是我们持续创新、拓展

医保服务功能的一项举措。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升级综合柜员机服务功能，逐步完善

医保业务自助办理、药品追溯码查询等服务

内容，不断加大县区医保服务大厅、各级医

药机构、县镇政务服务中心等场所医保自助

服务设施投放力度，实现线上线下与窗口自

助服务统筹协同，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高

效、智能的医

保服务。”

（鲁淑娟）

（上接第一版）
文章指出，要切实抓好《决

定》部署的贯彻落实。第一，

加强组织领导。要精心组织、

统筹协调，科学制定改革任务

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各项

改革实施主体和责任。第二，

坚持整体推进。要坚持先立后

破、不立不破，准确把握改革

的战略重点，合理安排改革举

措的先后顺序、节奏时机，加

强各项改革举措协调配合，增

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坚决防

止和克服本位主义，保持工作

连续性。第三，鼓励探索创新。

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全国一

盘棋思想，全力以赴把党中央

确定的原则、明确的举措、提

出的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好。同时，找准自身面临的主

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制

定切合实际的具体改革举措。

对新领域新实践遇到的新问

题，要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

创精神，鼓励开拓创新。第四，

务求取得实效。要建立健全责

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

的改革推进机制，从改革方案

设计到改革组织实施都要有

利于抓落实、有利于解决问

题，防止重文件制定轻文件落

实等不良倾向。

文章强调，要扎实做好下

半年工作。第一，坚定不移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

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

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

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切

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第二，统筹好

发展和安全。要落实好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

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完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涝灾

害监测、防控措施，织密社会

安全风险防控网，切实维护

社会稳定。要有效应对外部风

险挑战，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

境。第三，搞好“五年规划”总

结评估和谋划工作。要总结评

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

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

划工作。第四，纵深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要结合学习宣传贯

彻全会精神，抓好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

系，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深化党纪学习教育，不断增强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上接第一版）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天水，地处

秦陇要塞，有“羲皇故里”之称。当天傍

晚，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始建于明成

化十九年的伏羲庙。

中华民族何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

展？唐槐宋柏、古树新芽的年轮，仰观

天象、俯察地理的典故，“与天地准”“开

天立极”的古匾，结网制器、建屋养畜的

创造，都凝结着难以磨灭的民族情感

归属，成为连接古今、凝聚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精神纽带。

“要进一步研考中华文明，将宝贵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

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

抵达麦积山下，刚好雨过天晴。秋

日暖阳洒向山林、崖壁，洒向历经岁月

刀刻斧凿的瑰宝。渭水渺渺，陇坂莽莽，

苍树荫荫。

“平地积薪水，至于岩巅。”自十六

国后秦始，麦积山石窟的营造，历十余

朝而不断。北朝的秀骨清像、隋唐的雍

容华贵、两宋的严谨矜持……习近平

总书记登上栈道，走进这座“东方雕塑

陈列馆”。

一群游客争相和总书记打招呼。

听闻一位来自西安的游客“到这里只

要一个半小时”，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说：

“过去交通难，现在五湖四海都在

咫尺之间。文化旅游热、博物馆热方兴

未艾。看了这些文明之光、艺术之光，我

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

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这些正是

我们弦歌不辍的根，是文化自信的源。

发展之水：润泽万物
水是发展的命根子。然而，中国的

国情之一是缺水，黄河流域更缺水。

有组数据：途经9省区入海，黄河

以占全国2%的水资源量，支撑着全国

12%的人口、17%的耕地、13%的粮

食产量、14%的国内生产总值。

黄河流域，如何发展？

“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

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

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

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明，“要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要精打

细算用好水资源，让水资源用在最该

用的地方”。

这次来，总书记选择到“十年九

旱”的陇中，去看一看“用水大户”农业

的发展。

他牵挂着这里。2013年初总书记

就来过陇中，那一次在定西渭源县，考

察了引洮供水工程，定下了“民生为上、

治水为要”的基调。

“引洮河水，解陇中渴”，几代人的

夙愿。改变河的流向，要穿隧洞，要劈峡

谷，一路都是崇山峻岭，工程的艰难可

想而知。

11日上午，在天水麦积区南山花

牛苹果基地，习近平总书记边看展板

边听介绍。

当地同志动情地说：“那年，当您

得知7号隧洞出现罕见的地质难题时，

立即指示水利部派出专家给予帮助。

您还说，在上海工作时，穿黄浦江隧道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您鼓励我们‘会有

办法解决的’。后来我们和专家共同努

力，采用了冻结法施工，终于突破了这

个难题。”

一渠洮河水，惠及兰州、定西、白

银、平凉、天水 5个市 14个县（区）近

600万群众，过去“靠天吃饭”的当地农

业也重焕生机。听到甘肃打算在引洮

供水工程受益区打造大型现代灌区，

得知定西的马铃薯、中药材等种植业

蒸蒸日上，总书记深感欣慰：

“引洮供水工程建得很好，解了

燃眉之急。要多抓这样造福人民的工

程，切实解决老百姓面临的生产生活

问题。”

往果林深处去，漫山遍野的苹果

树，正是这一工程沉甸甸的收获。总书

记问灌溉、问施肥、问授粉，勉励乡亲们

把历经近70年的花牛苹果品牌保护

好、发展好，让品牌更响亮。

回顾几十年来苹果品种的变迁，

有本土、有外来，此消彼长、此长彼消，

花牛苹果在市场风雨中坚持下来、发

展壮大。“种子工程很重要，特别是我们

民族品牌的种子工程。”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要加强品种保护和培育，优

化种植方式，创新营销模式，把这个特

色产业做得更大。”

这次座谈会上，几个省份都汇报

了现代农业的新进展。就这个话题，总

书记进一步指出：“沿黄农业生产布局

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西北几个

省份的灌溉都有好经验，还可以进一

步研究提高技术能力，增强节水效能。”

农业是一个缩影。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是区域产业

布局的调整优化。历经几十年激流勇

进的大开发、大建设，转型势必有阵痛，

中国走得坚定、走得稳健。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

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这些年，总

书记在黄河流域看煤、看油田，看风能、

太阳能。这一次，各省份也带来了成绩

单：甘肃，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数据信息等产业加快成长；陕西，启动

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河南，加快

修复历史遗留尾矿、尾矿库闭库……

烟波浩渺的水，流淌过熙熙攘攘

的城、阡陌纵横的乡。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恢宏篇章，在苍茫的黄河

流域有了更具象、更生动的表达。

这里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如火如

荼。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谈及此事：“风

电光伏，在黄河流域是一个很重要的

产业。10年来，我国新增清洁能源发

电量占全社会用电增量一半以上，还

要进一步发展。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期间，很多国家都在和我们谈

风电光伏的合作。‘一带一路’、‘走出

去’，绿色低碳合作大有前途。”

利民之举：本固邦宁
九曲黄河万里沙。过去的黄河“体

弱多病”，“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习近平总书记曾形容黄河水患“像一

把利剑悬在头上”。

两组数据对比鲜明：

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下

游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每一次

的灾难都会带来无数百姓的食不果

腹、颠沛流离；

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70多年伏

秋大汛不决口，20多年不断流。“地上

悬河”治理出奇迹，因为有中国共产党

领导，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

服务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所以我

们要不断看有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

必须加快步伐办好，治理好黄河就是

其中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

这样感言。

这次到黄河流域、到大西北，总书

记牵挂着那里的民生冷暖。社区，是城

市最小的治理单元；乡村，乡亲们有着

最真切的获得感。

在花牛苹果基地果林里，总书记

和几位老农唠起了嗑。他们都是农业

合作社的社员。在果林劳作，每天合作

社车接车送、中午管饭，一天能赚一百

来块钱。有位戴着草帽的大姐自豪地

对总书记说：“孩子们都有出息，‘掌柜

的’也能干，日子可红火了。”

果林里笑语欢声。总书记叮嘱大

家：“乡村振兴要靠产业，各地要各展

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治水如弈棋，一子落，满盘活。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时期在陕北挖井

窖、喝含氟水的往事记忆犹新。长久以

来，西北一些地区的乡亲们只能靠河

里担水、打井提水、水窖储水。2013年

到甘肃定西，总书记从乡亲的水缸舀

起一瓢水，尝了尝，水的滋味让他眉头

紧锁。

2019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

会上梳理盘点饮水安全问题：“全国农

村有6000万人饮水安全需要巩固提升。”

这件事不解决，“影响脱贫攻坚成色”。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水兴百

业兴。黄土高原的山山峁峁已披绿。放

眼望去，从昔日“山上光秃秃、年年遭灾

荒”到如今的“层层梯田盘山头、片片林

草盖坡洼”，旧貌换新颜。

看社区，这次到的是兰州枣林西

社区和社区旁的刘家堡派出所。在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听说适老化改造需

求大、业务忙，总书记语重心长：“民生

为大、民生为要，党中央十分关心老年

人的幸福安康”。二楼有个社区食堂，老

年人有优惠，兰州糟肉卖得最好。食堂

大厅旁有个文体活动室，歌声悠扬。社

区合唱团都是些退休职工，日子舒心，

个个神采奕奕。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现在老龄工作还只是初步

开展起来，要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健全

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习近平总书

记嘱咐道。

社区下辖12个网格。风里来，雨

里去，和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是社区

工作者和社区民警。总书记和他们亲

切交流，问毕业院校、收入情况，谈业务

范围、技能培训。习近平总书记说：“要

心系千家万户，真正体会到做这份工

作的光荣和责任。”

“减负成效如何？”今年到社区考

察，总书记都惦念着基层减负的事。

开的会少了，填的表格少了，检查

考核也少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明确要求，“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

制”。明确权责、厘清边界，让基层干部

轻装上阵。总书记对此强调：“干好有

用的事，少做无用功，需要上下各方面

共同努力。”

再入户看一看，总书记来到78岁

的退休老党员李宗彪家。

退休生活很丰富，医疗有保障，孙

辈上学离得近，读书也争气。当总书记

问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吗”，李宗

彪回答：“日子很幸福，方方面面党和

政府都给想到了。”

社区广场上，居民们都赶来了，欢呼

着、沸腾着。站在前面的孩童也脆生生地

喊“习爷爷好”，总书记回应“小朋友好”。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对大家说：

“国泰才能民安。国家建设不仅要有大

科学、大工程，更要让人民过上好生活。

到各地调研，我都要看一看农村，看一

看城市社区。前者是乡村振兴，后者是

新型城镇化建设。”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高楼林立，和

过去胡同的大杂院明显不同。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要靠社区把大家拢起

来。社区工作根本上是为了社区居民的

幸福生活，关键是要搞好服务，特别是

要抓好‘一老一小’这两个重点。”

全局之思：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天高水阔，草丰林茂，黄河水挟裹

着泥沙滚滚东去。

11日下午，兰州城内黄河边，百年

中山桥上，习近平总书记极目远眺，遐

思万千。

劈开青藏山川，穿峡谷、过湿地、

越高原、经荒漠，奔腾入海。水的磅礴、

田的肥沃、人的繁衍，这条母亲河滋养

着、哺育着中华民族。

河上的几个羊皮筏子，仿佛划进

了岁月的长河。世世代代黄河儿女用

它来渡河，而今成了当地文旅的热门

项目，一桨黄沙任我游。

河边，有便民商店、文创小店，总书

记询问畅销的产品，看到大碗茶“三炮

台”，笑着说：“黄河水多么磅礴、有气

势。‘三炮台’优哉游哉，又多么惬意。”

防洪标准、断面水质、减污绿化，

桩桩件件，总书记问得专业、看得深入。

最关切的，还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沿河绿道绵延数公里，一步一景。

在河边休闲娱乐的市民游客看到总书

记，兴奋地围拢过来。

此情此景，习近平总书记感触良

多：“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是黄河的儿

女。中国一方面要把经济搞上去，一方

面要把生态保护好，这两件事情都关

系到老百姓的幸福。大保护是大发展

的前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

入黄河的干支流、上下游。此次在陕西

宝鸡还察看了渭河生态公园，过去的

河滩，今日的公园，已经成为市民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

总书记以对比的视角去端详：“过

去都是忙着搞‘路桥隧、铁公机’，现在

每个城市都很注重城市的绿化改造、

生态建设，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一域观全局。

黄河流域的沧桑之变，是新时代

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一个侧面；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指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落地实践的一个生动

映照。

时间回到5年前。

第一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

“黄河流域发展的内涵一定要定义清

楚，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要以黄河生

态保护为重要的背景依据，来考虑如

何符合不同流域段、不同省情区情的

发展道路。”

思路一脉相承，举措层层推进。这

一次座谈会，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我们为什么不说黄河经济带

呢？黄河流域各省区的资源禀赋、发

展条件差异大，不是一个经济带。但黄

河大保护有一致性。同时，流域内的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多元一体，发展

脉络很清晰。”

是大开发，还是大保护？这是发

展模式之问。

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绿色

转型、壮士断腕，中国着眼长远“主动为

之”。其实，何止是黄河？考察期间，总

书记回忆长江经济带的第一次座谈会

召开时，当时给沿江各省份“泼了一盆

冷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是一蹴而就，还是久久为功？这

是政绩观之问。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要久久为功，一年一年推、一年

一年抓落实。”五年三场座谈会，总书记

特别强调“不能犯急躁病”，“治理黄河

的功利好坏，要以百年千年计，不能急，

不能马虎”。

是各自为政，还是“一盘棋”谋

划？这是全局观念之思。

由黄河源头至入海口，全域统筹、

科学调控。找准在区域大局中的战略

位置，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综合账。

这次座谈会，每一个省区都结合自己

的省情区情和发展定位，交上了一份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也是毛主

席当年的夙愿”。习近平总书记之前考察

黄河流域时就强调：“走一遍不是为了

仅仅看一看，而是要有思考、有想法、有

部署、有行动，知行合一，做行动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已实施5周年，如何在新起点

上再出发？这一次座谈会，是交答卷，

也是出新题。

习近平总书记从 7 个方面条分

缕析，再谋划、再部署：“筑牢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建

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保护弘扬黄河文化”。

这些，既同前两次座谈会一脉相承，

又有的放矢。

人与河，在悠悠岁月中共生共长。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

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

的洪荒伟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新征程上，黄河所凝聚起的，是一

往无前的磅礴之力。

瞻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坚定而从容：

“西北地区也有梧桐树，栽下梧桐

树，引得凤凰来。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的事情。”“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展望，也是

重若千钧的承诺。

（新华社甘肃兰州/ 陕西宝鸡 9 月
14 日电）

“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　


